
股识吧    gupiaozhishiba.com
 

为什么上市公司市值算股民的钱|股价上涨，意味着股民
赚钱，那么股价上涨对发行该股票的公司有何意义和作用
呢？？求解！！-股识吧

一、股价上涨，意味着股民赚钱，那么股价上涨对发行该股票的
公司有何意义和作用呢？？求解！！

1、股价上涨表明投资者对公司比较有信心，管理层推行的政策在股东大会上比较
容易通过，公司若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再融资时也比较容易实施。
2、短期无论激烈的上涨还是暴跌都会给公司造成舆论压力，公司都必须给出个“
说法”，这种“说法”的合理性将会对企业的信誉有一定的影响。
3、剧烈的价格波动会引起监管层的注意，从而可能会对公司进行特别监管或者财
务审计等等，每个公司都有些说不清楚的东西，一旦审计，后果可想而知。
4、严格来说，股价的涨跌对公司的本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。
因为上市公司不是通过倒买自家的股票来赚取利润的。
公司股价涨了或跌了，公司的经营业绩不会因为股价的涨跌而变好或变坏，公司的
净资产也不会因此而增多或减少，短期的股价涨跌是市场行为，跟公司无关。
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，仅供参考。

二、股票究竟赚了谁的钱？是股民的？

一、老股民赚新股民的钱；
二、机构赚散户的钱；
三、国家赚所有股民的钱，不管是散户还是庄家，只要交易就要交杂七杂八的税。
综上所述，炒股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，就是如何将别人口袋的钱通过合理的股票操
作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，别人还有苦说不出（因为“股市有风险，入市须谨慎！”
），当然在将别人的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的时候，你需要给国家交点手续费，交
完手续费后剩下的就是你赚到的钱了。

三、被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司的原始股是按上市公司股票市价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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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市值吗

原始股的股价就是一元一股 这是固定的 不是一元一股的都不算原始股
所谓原始股就是建公司之后的最原始的股份

四、上市公司的发展真的有使用到股民的钱吗

上市公司出售股票，实际上就是融资，利用融资去投资事先报批的投资计划，但也
有的企业纯粹的为了套取股民的资金，一旦上市成功，马上套现，将公司出卖，这
样的公司一般本来是不具备上市资格的，都是钻上市公司的空子，做假帐，骗取会
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的信任，达到上市的目的，正规的上市公司是会利用这
些资金进行投资，扩大再生产的、为公司赢利，同时也为我们这些小股民赢得一定
的利益的。

五、为什么公司要上市让股民买他们的股票？

融资！公司要发展壮大需要不断的资金注入，向银行贷款，风险大，银行不会答应
的，那只能到股市融资了。

六、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指的就是用股票换股民的钱吗？那这个钱
是给原始股的个人呢还是给公司单位呢？

募集的资金 是公司的

七、公司上市的目的是融资吗，股民的钱交给谁

融资只是目的之一，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。
你是买的该公司的股份你是他的股东，当然是把钱交给该公司了！这事有啥好急的
？很明白的事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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